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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学术不端文献检测发现，部分研究生撰写学术论文时，由于对参考文献的合理引用重视不足，对引用

规则缺乏了解，过量堆砌引用文字，导致文字复制比过高和抄袭等学术不端。因此，在使用参考文献时，必须

恰当使用引文内容，合理地进行文中标识，正确地予以文后著录，以便规范学术研究，提高科研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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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、理论性或

观测性上具有新的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和知识的科

学记录，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

展的科 学 总 结［１］。撰 写 学 术 论 文 是 研 究 生 完 成 学

业、获得学位和培养科研能力的必然要求。学术论

文写作中，必须参考借鉴他人或本人相关的前期研

究成果。由于对参考文献著录规范缺乏了解、忽视

参考文献的正确著录与标识，造成了部分论文经学术

不端文献系统检测出现了较高的文字复制比，形成了

文字重复过度、抄袭等学术不端问题。本文从引文的

内容使用、标识、著录三个方面提出防范措施。

一、引用参考文献产生的文字复制现象

参考文献是为编撰论著而引用的有关文献信息

资源，主要包括图书、连续出版物、电子文献、学位论

文、论文集、会议录、科技报告、专利文献等［２］。参考

文献是研究生撰写学术论文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，
从公开出版物到非公开出版物、从纸质文献到电子

文献可谓无所不包，研究表明，博士、硕士已发表文

章篇均 参 考 文 献 分 别 为１１．９６篇、６．５６篇［３］。同

时，参考文献使用不当也会造成过高的文字复制比。
笔者使用中国知网“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

统（ＡＭＬＣ）”、“社 科 期 刊 学 术 不 端 文 献 检 测 系 统

（ＳＭＬＣ）”对某地方高校学报２０１２年度共６期２１９
篇研究生独撰或以第一作者来稿的文章进行文字复

制比检测，统计结果如表１所示。
表１　２１９篇研究生投稿文章的文字复制比统计

文字复制比 文章篇数 占检测文章比

≥０％～＜５％ ４２　 １９．１８％

≥５％～＜１０％ ３８　 １７．３５％

≥１０％～＜３０％ ６５　 ２９．６８％

≥３０％～＜４０％ １１　 ５．０２％

≥４０％～＜５０％ ３５　 １５．９８％

≥５０％ ２８　 １２．７９％

　　注：本表中，因硕、博士研究生投稿数量及其学科专业分

布差异较大，故未分类统计。

根据上述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规定的学术不

端行为诊察量化数字规则，文章中文字重合百分比

＝０％，初步判断为“无问题记录”；重合字数＞１０００



字或０％＜重合百分比＜４０％，为轻度文字重复；重

合字数＞５０００字或４０％≤重合百分比＜５０％，为中

度文字重复；重合字数＞１００００字或５０％≤重合百

分比，为重度文字重复［４］。学术期刊一般都 以 文 字

复制比≥３０％为参照线来初步判断是否存在抄袭等

学术不端行为，并确定是否退稿。按此标准，表１中

文字复制比≥３０％的文章为７４篇，占检测文章总数

的３３．７９％，表明投 往 该 刊 的 研 究 生 学 术 论 文 中 超

过１／３文字复制比较高。
上述重复文字比例中，系统规定文字复制比≥

１０％的文字重合部分为抄袭，并以１０％、３０％、５０％
为界点，将其划分为轻度句子抄袭、句子抄袭、轻度

段落抄袭、段落抄袭和整体抄袭５种情 况［５］。通 过

对７４篇文字复制比较高文章的进一步分析，发现存

在着不同程度的抄袭。其中，４０％≤文字复制比＜
５０％的３５篇文章存在着多处段落抄袭，文字复制比

≥５０％的２８篇文章多为整体抄袭。段落抄袭一般

是某段或若干段中全部或大多数文字连续出现与比

对文献中的文字重复。整篇抄袭指作者文章的大部

分内容抄自一篇或多篇文章。段落抄袭和整篇抄袭

属于最严重的两种抄袭行为，通常判定为学术不端。

上述论文抄袭的主要内容有他人或本人受著作权保

护文献中的论点、论据、论证方法、表格数据、图像图

形、概念、引言等［６］，其主要原因在于失当、违规或非

法的“引用”。通过对７４篇高文字复制比文章的统

计，文字重合部分及其文章数量分布如表２所示：
表２　７４篇文章中存在文字重合的部位及相应篇数

文字重合部位 文章篇数

摘要 ７
引言 ３２

文献综述 ５４
段落标题 ２５
主体段落 ５８

结论 ９
文后参考文献表 ２

由上表可见，７４篇文章的文字复制分布于文章

的摘要、引言、文献综述、段落标题、主体段落、结论、

文后参考文献表等部位，以“引言”、“文献综述”、“主
体段落”和“段落标题”部分重复为主，以作为文章核

心部分的“段落标题”和“主体段落”的文字复制比过

高影响最明显、后果最严重。将上述文章重合文字

中的合理引证予以适当取舍保留后，发现仍有相当

高的文字复制比，这是由于作者参考文献引用过多、

引用不加标识、引用未予著录以及大量照抄它文观

点和数据等所致。因此，合理引用成为有效规避学

术不端行为的重要措施。

二、参考文献的合理引用

参考文献的合理引用包括内容的恰当引用、文

中的合理标识、文末的正确著录等三个方面。
（一）参考文献内容的恰当引用

参考文献具有提示研究起点、知识承续、鸣谢归

誉、学术评价、预测分析、文献检索、学术论证、著作

权保护、学术规范、节约篇幅版面等十项 功 能［７］，其

内容的不合理使用是造成高文字复制比的主要原因

之一，科学引用因而成为文献参考的关键。
首先，选择合适的参考文献类型。学术 不 端 文

献检测是将被检测文献与检测系统收录文献进行比

对，找出文字重复部分，再作抄袭等鉴定。中国知网

等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的比对文献源涵盖了学术

期刊、优秀硕博士论文等多种类型的文献。检测显

示，引文出自公开出版物且在文中明确标识、文后正

确著录的，被检测出的重复文字判为抄袭的相对较

少，而引文来自非正式出版物、网上文献、转引等，被
检测出的文 字 复 制 比 明 显 增 高，且 多 判 为“抄 袭”。
因此，（１）应优先引用公开出版的、收录于检测系统

比对源的文献。（２）慎引图书和外文文献内容。因

为检测比对源尚未收录书籍和多数外文文献，引用

此类文献难以被检测出来而判为与其它相关引证文

献文字重复，必要的引用应附上引文原件或复印件，
以备核查。（３）尽量不选择博客、电子公告等网络资

源和转引文献。尽管学术不端系统开始注意收录网

络文献，但多数博客、电子公告等网上文献不属于公

开出版物，正确性和科学性难以保证，易于因乱引、
谬引而产生文字重复。

第二，选择适量的参考文献。检测表明，引文越

多，产生的文字复制比也越高，因此引文量必须控制。
对此，学术期刊一般不作硬性规定，但多要求必须有

一定的参考文献。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及经验，一般的

基础研究、理论研究论文引用的参考文献数量在１０
篇左右，综述性论文引用的文献数量可以多一些，技
术性、实验性论文引用文献相对较少。参考文献的选

择，应该根据文章的需要来确定，以数量最少、质量最

优、作用最佳、成果最新为基本原则。杜绝友情互引、
标榜式自引、应和刊物要求的强制性引用等非必要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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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，充分保证引文质量与数量达到最优化状态，最大

程度地降低因引文量失当而产生的文字复制比。
第三，突出引文的论证作用。参考文献 的 主 要

作用在于引证，即：使用其论题、观点、概念、理论、方
法、结果、结论、事实、数据等为本人论文的创新性、
科学性和应用价值提供必要的论证依据［８］。单纯堆

砌与拼接引用文字、过度引用、抄袭、无效引用、错误

引用等非合理引证易于造成高文字复制比。为此，
使用参考文献时，必须明确区分并妥善处理用于引

证的和仅供参考的文献［９］。引证主要用于：作 为 选

题背景，以确定本文的研究范围；作为本文的论题，
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补充完善，以求深化与提高；作
为反论题，指出其缺陷与错误，予以批驳和推翻，以

便提出新的观点、理论和方法；作为论据，为自己的

创新提供佐证。引证时，应视具体需要采用指示性

引用、直接性引用、概括性引用。例如：撰写《专业学

位研究生教育及其职业资格认证》需参考文献［１０］，
相应的引用 方 式 分 别 为：①张 淑 林 等［１０］／文 献［１０］
对此“问题”进行了探讨；②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

职业资格认证衔接的主要问题”有：“与职业资格认

证发展相比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速度依旧

滞后；……”［１０］；③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职业资格

认证衔接存 在 的 主 要 问 题 是 学 位 教 育 发 展 速 度 滞

后、管理制度 存 在 障 碍、衔 接 机 制 建 设 不 力［１０］。这

三种引用造成的文字复制量为②＞③＞①，直接性

引文量必须严加控制。
（二）参考文献在文中的合理标识

参考文 献 标 识 分 为 顺 序 编 码 制、著 者－出 版 年

制、顺序编码制与著者－出版年制混合型三种形式，
多数学术刊物采用顺序编码制。参考文献在文中的

合理标识，直接决定着文字复制部分的直观性与可

核查性，便于有效区分合理引用与抄袭。而引用一

篇或多篇文章的多处内容只标识部分引文、省略自

引标识、错引、抄袭等所形成的部分不标识、全不标

识、错误标 识 则 可 直 接 导 致 文 字 复 制 比 升 高 与“抄

袭”。因此，引文必须合理标识，且与文末著录对照

一致，才能使检测结果趋于客观公正，三者间的关系

如图１所示。

图１　参考文献引用标识、著录及检测关系图

　　上图所示１６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中，检测系统会

将①、②、⑤、⑥判为“引用”，其余１２种判为“抄袭”，

其中，２．１～３．４、２．２～３．４一般不会发生，２．４～３．４
比较少见；２．１、２．２中，文 末 不 著 录 的，检 测 会 判 为

“抄袭”；而２．３、２．４中，无论文末是否著录，都会判

为“抄袭”。因此，多数情况下引文必须准确、充分地

标识和著录。

同时，引用须与注释区分开。“引用”通常是对

公开出版文献内容的使用，而“注释”则是对论著正

文中某一特定内容作进一步的解释或补充说明，包

括“释义性注释”和“引文注释”。“释义性注释”是解

释或补充说明的文字，可用“（）”标注在句后，也可与

参考文献一起或单独列于文末，更多时标注在地脚，

文中用相同序号标识。“引文注释”是引用未公开发

表的私人通信、档案资料、内部资料、书稿、待发表文

献、会议发言，以及１９１１年以前出版的无现代版本

的各种版本的古籍、仅有中介文献信息的“转引自”

类文献、文后 参 考 文 献 的 节 略 形 式 等 文 献［１１］，置 于

地脚或单独列于文末，不列入参考文献表中。
（三）参考文献在文末的正确著录

参考文献著录是依据相关规则并用文献本身的

文字将著者、文献题名、出版地、出版者、出版年、版

本版别、卷期等出版物信息以及获得途径等传播信

息记录下来，按照文中引用的先后顺序列表置于文

后，其主要作用是检索核查、资源共享和学术评价。
文后参考文献的可检索性，是学术不端文献系统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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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识别文字重合部分和人工判定检测结果的直接依

据和保证。许多重合文字是由于文后参考文献与引

文及其标识不对应造成的，主要表现为：文字重合处

没有标识引用文献序号，且文后参考文献表中也没

有作相应的文献著录；文字重合处尽管标识了参考

文献序号，文后参考文献表中也列出了相应文献，但
核查发现引用文字并非出自所列文献；引证时，文后

列举了参考文献，文中却不作任何引文标识；文后参

考文献中标注了网址等出处，因超过了网络文献的

保存期限以及网络数据库和网站权限设置而无从查

证；未引用而直接抄袭参考文献，以增加其数量。因

此，适于检测 要 求，文 后 参 考 文 献 必 须 严 格 据 实 列

举，与文中引文内容及其标识构成一对一、一对多的

关系，以有效减少因抄袭和“无出处”引用而造成的

文字重合和抄袭。
著录时，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则以及文献编辑出

版单位的规定执行。（１）杜绝差错。著录错误主要

由文献信息来源不准确和书写错误造成。因此，获

取的参考文献须核实无误方可使用，必要时可通过

专业软件ＥｎｄＮｏｔｅ、ＰｏｗｅｒＲｅｆ等进行检核［１２］。（２）
确保可检索性。采用的参考文献应以便于核查为原

则，确定其来源与著录形式。为了避免参考文献因

受到使用权 限 制 或 网 站 变 更 而 无 法 核 查 的 情 况 发

生，应尽量参考最新的可查文献。（３）多用直接性著

录。直接性著录指直接、完整、准确地将参考文献著

录出来。对于转引文献，无法找到原始文献的，只能

作为注释标注；可以查到原始文献的，应将原始文献

作为参考文献直接著录。例如：某研究生使用《科技

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使用说明书》的内容，因
受到资格限制无法直接查阅而参引文献［１３］，以转引

形式置于参考文献中。其实，该资料可以通过有关编

辑出版机构获取，宜作为参考文献直接著录为［１４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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